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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晨晔）7月 10日
下午，台州市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
现场推进会在路桥召开。会议围绕加
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工作，交流
各地各校经验做法，总结上阶段工作
成效，部署下阶段工作重点，着力以
班主任队伍建设为重要抓手，赋能教
师队伍高素质发展、高质量育人。市

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苗伟伦
出席会议并讲话。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班主任队伍
建设作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
内容，抓好党建引领、制度健全、平台
搭建、政策激励等关键环节，出台《台
州市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实
施方案》，在五个维度十二方面形成

重要突破，推动班主任育人水平持续
提升，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中小学班主任近 2万名，共
建立市级名班主任工作室 3家，培养
市级名班主任45名，培训骨干班主任
超过800名，近三年选派参加国培、省
培班主任项目400多人。

苗伟伦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加

强全市班主任队伍建设事关台州教
育未来发展，全市各级要把加强班主
任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
结合实际提高班主任工作待遇，制定
班主任优惠政策，加大优秀事迹和典
型案例宣传力度，增强班主任岗位吸
引力、职业认同感、社会荣誉感。

（下转第二版）

强教必先强师 推动教育提质增效

台州市召开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现场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葛星星）7月 11日，
台州港头门港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协海永欣”货轮完成作业后驶离三号
泊位，标志着该港区RCEP外贸航线
正式开通。

“我们在筹备过程中积极对接，协调
船舶货。以后，货物从头门港区到印度尼
西亚只需10天，大大缩短了物流时间，
为我市‘地瓜经济’提能升级注入了全新
动力。”浙江协海集团董事长王安介绍。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作为全球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

潜力的自贸协定，对降低贸易壁垒，推
动市场深度融合具有重要作用。今年
1月至 5月，台州对RCEP国家进出口
224.8亿元，其中对印度尼西亚进出口
14.7亿元，占 6.5%。此次航线开通，将
有效促进我市与东南亚国家的往来，
助力台州企业构建国际物流新通道，
为台州外贸发展注入新动力。

头门港区是我市现代化湾区建设
的主战场，近年来，临海依托头门港区

“深水良港+广阔腹地”禀赋优势，积
极承接宁波舟山港外溢航线，全力打

造通江达海“大港口”。国家级经开区、
台州综保区双轮驱动，“公、铁、水”多
式联运，货物吞吐量突破千万吨、集装
箱突破一万标箱……头门港区不断刷
新最优成绩。

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将
以此次航线开通为契机，借力 RCEP
东风，开辟更多至菲律宾、马来西亚、
泰国等近洋国际航线，并加快建设头
门港上岛铁路、大宗商品交易集散中
心等项目，全力打造台州临港经济重
要增长极。

直航印度尼西亚只需10天

台州港头门港区RCEP外贸航线开通

台传媒记者庄嘉瑜

“54321，走。”
这句排戏前的开始号令，浙江台

州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从台州喊到
了北京。

7月 10日、11日，浙江台州乱弹
剧团携现代戏《追星者》登台国家大
剧院，2个小时的倾情演绎，带领全国

观众走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陈芳允的“追星”人生。

穿越雷动的掌声，幕后是一场惊
天动地的逆袭——

一个硬茬
“太大胆了，怎么敢碰近代科学

家的题材？”
“说得难听点，这部戏百分百会

失败。”
“题材难写，是个硬茬。”
……
2022年，尚文波于台州各地搜罗

创作题材。在一次偶然的接触中，他
发现黄岩有一位名叫陈芳允的科学
家。陈芳允是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
术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但在当地却鲜为人知。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
家强。作为文艺创作者，我们想用传
统戏剧来诠释时代价值。”尚文波说，
他们想根据陈芳允的生平事迹，创作
一部现代戏，让老百姓了解科学家平
凡而伟大的人生，弘扬科学家精神。

从戏剧角度来看，传记式的现当
代人物难写，科学家人物尤其难写。
戏剧表演有别于电影、电视剧，无法
用镜头语言表达人物特点，只能在有
限的时间与舞台空间中塑造人物，对
剧本创作要求极高。一时之间，业内
几乎无人看好这部戏，在其剧本创作
之前，就被扣上了“失败”的帽子。

（下转第六版）

——《追星者》幕后

“这部戏排练了200多遍”深入推进“共富警务”主动作为护企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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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洪雨成）7月 11日
上午，全市技能型社会建设现场推进
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沈铭权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
决落实省委“新春第一会”和省域技
能型社会建设现场推进会要求，纵深
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奋力打造全国

引领、全省示范的台州样本。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林先华主持会议。

沈铭权指出，作为全省首个全市
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试点，近年来，台
州围绕“职工增技、企业增效、技能增
收、全域增富”的总体目标，实施了一
系列创新性、突破性改革，制度框架
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技能人才供给得
到有效增强，基本单元建设正在加速

落地。面对新阶段新使命新任务，全
市上下要牢牢把握整体跃升期，在变
革重塑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首创性
实践转化为标志性成果；牢牢把握全
域比拼期，在先行示范上持续发力，
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等方
面改革探索；牢牢把握转化加速期，
在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实现“从有
到优、由点及面”的实质突破。

沈铭权强调，当前，全市上下要
按照“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引领性
的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台州样板”的
目标，牢固树立“大人才观”，加快构
建技能人才供需平衡、流动有序、保
障有力的发展格局，打造“政府重视
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
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

（下转第二版）

沈铭权在全市技能型社会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走深走实
奋力打造全国引领全省示范的台州样本

7月 11日一早，温岭市坞根镇东
门头村鲈鱼养殖户们在鱼排捞鱼，
1500多公斤的鲜活鲈鱼装车准备发
往杭州等地。休渔期到年终是鲈鱼养
殖户们最为忙碌的时候，大量的鲈鱼
被国内外客商预订，主要销往山东、杭
州以及韩国等地，年销量600多吨。据
了解，坞根镇是台州特色海水养殖镇，
海水养殖面积约18848亩，以鲈鱼、紫
菜、海带、牡蛎等为主，养殖水产品年
销售超 1亿元，带动 8个村、272户村
民致富。

台传媒记者孙金标
台传媒通讯员张微莹摄

海水养殖
带动村民致富

台传媒记者颜 彤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股份合作经济发源地
和市场经济先发地，台州拥有民营市场主体 91万户，
占全部市场主体的99.6%，其中民营企业26.57万家，占
全市企业总数的98.6%。

7月 11日，全市浙商再出发“雄鹰”行动现场会召
开，提出要以“3510”工作体系，领航台州民营企业家再
出发“雄鹰”行动，激励企业家从能创业到开新局、从创
造财富到追求卓越的全面升级，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做
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3510’工作体系即突出三个导向，培育五类人才，
开展十大行动。到今年年底，我们要组织培训民营企业
家及经营管理人才7000人次以上，力争新增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380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0家，建成新生
代企业家人才库。”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苗文斌说。

实施“护航工程”，争创“营商环境”
最优市

网上侵权追查举证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全面？商业
调查机构违法收集企业信息，该如何查处打击……在7
月 10日的“亲清直通车·政企面对面”恳谈会上，来自
全市各地的企业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市领导牵头
13个政府部门“把诊问脉”、逐一解答。

今年以来，台州市县两级已举办这样的恳谈会 38
场，485位企业家参与交流，收集各类问题建议467条，
整体办结率达93.15%，答复率、回访率均达100%。

营商环境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近年来，我市
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连续四年召
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新春第一会”，先后制定出
台“优化营商环境25条”“民营经济30条”等政策措施，大力
开展亲清直通暖企助企专项行动，进一步护航民营企业高
质量发展，激励民营企业家坚定信念、提振信心。

在此基础上，一个个企业综合服务中心、示范性园
区、驿站接连落成，一张张涉企服务事项清单不断完善。

为企服务既要“亲”，也要“清”。台州在全国率先构
筑“五廉并进”清廉民企建设生态圈，制定落实政企交
往的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和倡导清单，创新发布清廉民
企建设和评价“四项团体标准”。该工作与“1187”亲清
政商关系体系等6项工作获评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最佳实践案例。

实施“赋能工程”，争创“专精特新”示范市
制造业一直是台州的发展之基、富民之源。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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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台州是民营经济大市，肩负着习近
平总书记“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殷切嘱托和浙江
省委“支持台州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市”时代使
命。今年以来，台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新春第一
会”精神，聚焦打造高水平企业家队伍，坚持深化
改革、创新举措、系统集成，政企联动深入实施

“3510”“雄鹰”行动，成功揭榜全省浙商再出发“雄
鹰”行动重点推进地市，全力创建“营商环境”最优
市、“专精特新”示范市、“青蓝接力”领先市。本报
今起推出“雄鹰行动 台州先行”栏目，遴选我市典
型案例，展现台州锻造企业家队伍的经验做法。

台传媒记者张光剑

参数调控、物料转移投放、设备
清洗等工序“一键式”远程控制……7
月 11日，走进浙江仙居君业药业有
限公司智能化工厂，原先要近 200人
才能完成的操作，现在只需要 2人就
能完成。

近年来，仙居县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持续以优化创新生态、
培育创新主体、加强平台建设、深化
产学研协作等作为工作主线，加快提
升县域科技创新水平。2023年全县完
成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48.02亿元，同

比增长107.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58.5亿元，同比增长16.8%；两项指标
增速均居全市第一。规上工业研发费
占营业收入比重4.42%，居全市第一。

“企业科技创新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我们还与浙江省科技特派团合作
开发出电催化氧化的关键技术及成
套设备，取代了在甾体药物中用重金
属做氧化剂的传统。有了这项技术，
君业药业实现生产效率提高50%、节
能提高50%、三废减排90%的目标。”
君业药业总经理张峥斌介绍。

仙居不断强化科技创新政策扶
持力度和优化科技创新服务。在科技

投入、平台建设、主体培育、成果转化
等方面强化政策引领，加大对企业研
发投入的补助力度，2023年共发放科
技惠企资金 6300多万元。同时，成立
科技服务小组，建立常态化服务机
制，按照“摸清底数、精准培育、一企
一策、跟进服务”的原则，每周入企一
对一辅导。全年走访企业 300 多家
次，达成产学研合作16项。

“我们还充分发挥‘争先进位、赛
马比拼’工作机制作用，紧盯科研立
项、研发经费归集、科技型企业申报
等关键环节，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
行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仙居县科技局
党组书记应福平说。

2023年，该县新增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25家，新认定省级科技型中小
企业 90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20
家，连续五年保持增长。君业药业项
目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医械小
镇科技企业孵化器成功创建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研发中心 8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中心 10家，科技部国家重点研
发项目中试基地落户仙居……

杨梅是仙居农业特色产业。
（下转第六版）

优化创新生态 培育创新主体 加强平台建设

仙居：加快提升县域科创水平

建强“三支队伍”逐梦“三高三新”·雄鹰行动台州先行

新闻观察

培育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方晨晔）7月11日晚
上，伴随一辆列车驶入台州站，来自文
山学院的109名大学生顺利抵达台州，
即将开始他们为期半年的就业见习生
活。当晚，企业有序将学生接回驻地。

“这次见习主要想把在校所学理
论知识用在实际生活中，积累专业经
验。”大学生孔灵鑫说。

据了解，自2021年6月台州市人社
局与文山学院签订校地合作框架协议以
来，学院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台就业见
习，3年来已累计组织133名学生先后赴
我市27家见习基地开展就业见习。截至
目前，有38名学生留在台州就业。

本次文山学院来台州见习大学
生涉及药品生产技术、有色金属智能
冶金技术等6个专业，将分别在济民
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西格迈股份

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开展就业见习。
“台州是制造之都、魅力之城，这

里的企业安排都很周到，学生很喜
欢。”文山学院副院长颜远祥表示，除
了首批109名大学生外，第二批43名
大学生将于7月15日抵达台州。

2021年以来，台州市坚持实施
“万名大学生在台就业见习计划”，全
力打造“梦起见习 乐业台州”品牌，
全市建有见习基地493家，每年开发
见习岗位 5000 个以上，累计组织
1.88万名高校毕业生开展见习，发放
见习补贴6756万元。今年以来，已组
织2390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台州
见习。“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政校企合
作，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为我
市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台州市
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冯国富说。

接续实施“万名大学生在台就业见习计划”

首批109名云南大学生
抵达台州


